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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：培养优秀的临床医生

– 知识目标、技能目标

– 胜任力模型—能力目标

过程：

– 院校教育、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

– 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

关于临床医学教育的一些共识

院校教育

毕业后教育

继续医学教育

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

• …加快基于器官系统的基础与临床整合式教学改革，研究建

立医学生临床实践保障政策机制，强化临床实习过程管理

，加快以能力为导向的学生考试评价改革。…医学院校在临

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中，进一步加强对

考生职业素质和临床实践技能的考查。…不断完善临床医学

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机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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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改革医学教育制度，加快建成适应行业特点的院校教育、
毕业后教育、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培
训体系。

—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



卓越医生2.0版

• 总体思路：

– 紧紧围绕健康中国实施战略，树立“大健康”理念，深化医教协
同，推进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…

• 目标要求：

– …以“5+3”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全面建立
，医教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健全…



全球范围一百年来的三轮医学教育改革



胜任力模型

演示者
演示文稿备注
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做出了医生的角色和核心胜任力的定义。



胜任力框架 CanMEDS

• RCPSC于1996采用
• 加拿大毕业后医学教育的基础

– 医学专家

– 交流者

– 合作者

– 领导者

– 健康倡导者

– 学者

– 专业素养

演示者
演示文稿备注
CanMEDS（加拿大专科医师培训指南）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毕业后教育的胜任力框架，应用于加拿大全国所有的专科医师培训项目，同时也被加拿大皇家全科医师学院所借鉴，并在北美、欧洲（如荷兰）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中东地区等得到应用。在中国，北大医院是第一个借鉴该框架的单位。该模型的特点是以角色来定义胜任力的。



医学教育的现状和挑战—知识爆炸
• 需要掌握的知识显著增加

– 核心课程由35门增加到68门

– 内科学：上下册

– ……

• 问题：

– 学制不能无限制延长

– 本科阶段需要掌握和了解哪些知

识与技能

医学院学生的课程比一般大学生繁重的多



医学教育的现状和挑战—教师高度专业化
• 教师是各自领域的专业人士

– 与专业化相适应的知识和能力结构

– 长于仰望星空，能否脚踏实地？

• 问题：

– 如何了解学生的基础和培养目标

– 充分认识新时代的学习特征

– 如何把握医学教育规律，实施本科阶段教育



医学教育的现状和挑战—医学模式转变

• 生物-心理-社会医学模式 • 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(GMER)

– 职业价值、态度、行为和伦理

– 医学科学基础知识

– 沟通技能

– 临床技能

– 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

– 信息管理

– 批判性思维和研究



在有限的时间内…

课程整合
势在必行

• 必须确定合理的知识和技能结构

• 自主学习能力»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

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目标

• 必须为能力培养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

能力培养目标

学习目标的确定和师资的准备均关键



院校教育改革的核心（胜任力培养的必要条件）

• 课程融合：打破学科界限，凝聚专业通识
• PBL：掌握学习方法，培养临床思维

• 合理减少知识学习的负担（去专科化）
• 基础和临床有机融合（临床思维的基础）

• 为胜任力培养赢得时间和空间



院校教育阶段的胜任力培养

• 院校教育目标—培养有能力进入规范的毕业后教育的临床

医学专业毕业生

• 实现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的有机衔接—学习方法和内容

的一致性



知识
技能

自我概念

特质

动机/需要

基
准
性
特
征

鉴
别
性
特
征

胜任力模型



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医学教育，以胜任力作为组织框架进行教

学设计、实施、评估和测试。可观察、可客观评估。



交流者

• 知情同意
• 医疗文书

合作者

• 准备与安排会诊
• 急救

领导者

• 轻重缓急的安排
• 医疗资源分配

学者

• 临床带教
• 循证医学
• 参与临床研究

健康倡导者

• 特殊情况的预防
• 群体健康

专业素养

• 隐私保护
• 道德、法律、伦理
• 个人健康

“教学时刻”举例





入职住院医师EPA

• 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
• 接诊后进行鉴别诊断
• 推荐并解释常见诊断和筛查试验
• 开具并讨论医嘱和处方
• 书写病程记录
• 口头汇报病情
• 形成临床问题并循证提升照护水平
• 履行患者交接职责
• 参加跨学科团队合作
• 辨识紧急情况并进行评估和处理
• 获取检验/操作的知情同意
• 完成医生常规操作
• 识别系统缺陷，致力于安全和改进的文化



入职住院医师EPA

• 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
• 接诊后进行鉴别诊断
• 推荐并解释常见诊断和筛查试验
• 开具并讨论医嘱和处方
• 书写病程记录 （人际交流沟通/交流者）
• 口头汇报病情 （人际交流沟通/交流者）
• 形成临床问题并循证提升照护水平 （基于实践的学习和提高/学者）
• 履行患者交接职责 （基于实践的学习和提高/合作者）
• 参加跨学科团队合作 （基于实践的学习和提高/合作者）
• 辨识紧急情况并进行评估和处理
• 获取检验/操作的知情同意 （人际交流沟通/交流者）
• 完成医生常规操作
• 识别系统缺陷，致力于安全和改进文化 （基于系统的实践/领导者）







向院校教育延伸-胜任力导向的教育
Competency-based education

Patient Care

Medical Knowledge

Communication

Practice-based learning

Professionalism

System-based Practice

Communicator

Collaborator

Scholar

Manager

Health Advocate

Professionalism

Medical Experts

PBL

SOAP

陪同检查

情景式教学







与理念相适应的教学和评价方法转变

• 教学和评价方法

– 密切结合临床：查房、MDT、门诊、社区……

– 工作场所评价：mini-CEX、DOPS、SOAP 、CBD…

– 模拟医学教育：从技能训练到团队合作、病人安全



Miller金字塔

演示者
演示文稿备注
Miller金字塔对医学生能力解释的很形象。不同的能力要求用不同的评估工具来评估。可以发现mini cex在金字塔顶端，被寄以厚望。



形成性评价
Formative assessment

见习阶段 (Clerkship)

-PBL 评价
-Mini-CEX
-DOPS

-SOAP 汇报

-陪同检查

-病历内涵检查-

终结性评价
Summative assessment

临床知识

- 基于临床情境的最佳单选题

- 计算机考试

临床
- Mini-OSCE

- 体格检查

平时成绩

反馈





r





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实习手册》

• ……

• Mini-OSCE考试说明

• Mini-CEX评价表

• DOPS评价表

• SOAP评价表

• 陪同检查评价表

• 病史采集评价表

• 病历内涵检查表

• 临床实习出科考核综合评价表



临床实习培训记录



临床医学教育

outcome-based education
competency-based education



教师的作用及实现

• 深刻理解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

– 积极参与课程融合的教学改革（取决于顶层设计）

– 了解PBL的内涵和价值

– 落实胜任力导向:见实习与毕业后教育模式和方法的趋同

• 高水平的教师发展

– 教学专项能力（教、学及评价）培养

• 对教育的充分投入

– 人力、时间、设施

– 信息化建设



谢
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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